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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丛书》编辑缘起

<岭南丛书)者，岭南历代文献之荟萃也。南粤大地，山川

毓秀，品物蕃庶，远通洋海。自秦凿兴安灵渠，唐拓大庾岭路，

水陆通济，次第开发。南北文化，交流益畅，而世界文明，亦于

焉交汇。于是士农工商，各勤其业，开物成务。创造发明，前人

之述备矣。鸿文巨著，公宸私藏，珠玉纷陈，无虑百千。然而岁

月不居，屡经蠹鱼之蛀蚀；沧桑世变，每遭兵火之摧残；“文革”

十年浩劫，典籍毁损有加，群书亟待整理，以兴文化而惠来兹，

此丛书之所由辑校也。

溯自岭南文化，早发祥于马坝，旧石器之故物犹存；文献流

传，始记述于史迁，赵王佗之遗踪尚在。足征岭南地区开拓甚

早，而秦以后，其发展之迅迈，与时而增。举凡政治、经济、科

学、文艺诸端，靡不追步中原，灿然可观，间有卓立当时，蔚为

先进者。如前人谓制糖工艺，乃公元7世纪自印度传入，然据公

元1世纪岭南杨孚所著<异物志>，则知其时我粤人不仅能制糖，

且品质远优于印度。又如唐宋而后，岭南之冶炼、纺织等工艺，

均已居于全国前列。明代铸钱，高州之炉青钱为成色最高者之

一。<广东新语>更记有一冶铁炉需千余人操作之壮观场面。此

皆古代岭南人士聪明才智之所创也。

至若思想文化，则如惠能之禅学，远播东洋；张九龄、余

靖、丘溶、海瑞之功业文德，永垂后世；陈献章、湛若水、陈澧

之哲学、经学，屈大均、陈恭尹、黄遵宪、丘逢甲之诗作，康有

为、梁启超之学术思想、维新变法，黎简、居廉、高剑父、高奇

峰、陈树人之绘事，皆为后人所赞誉。尤有足称者，则明代黄萧

养反抗封建统治之斗争；清世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之壮举，皆足

以振奋人心，而启迪革命之精神。至若三元里人民奋抗英兵，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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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侵略者之凶焰；孙中山高举革命义旗，遂摧2000多年之帝制，

尤为伟烈丰功，名垂青史。

至言贸易，则名城广州，早立市舶之司；工贾云集，更成通

商之埠。若夫波罗庙内，长祀南海之神；怀圣寺旁，永矗求风之

塔，此乃舟子风波之祈秸，远洋贸易之航标，而为古代商务繁荣

之见证。举要言之，则顺德之蚕丝、广州之牙雕、石湾之陶塑，

。早已贸迁海外，驰誉四方矣。 ．

至于岭外人物，莅止南州，而留有嘉绩德风者，则如陆贾大

夫之祠堂，永镌开发之功；达摩祖师之初地，遂启禅宗之绪；韩

愈教化潮州，文风丕振；包拯抚循端水，清范长存；葛洪之丹

灶，可溯道教承传；苏轼之歌吟，堪瞻风流文采；文天祥之抗敌

成仁，陆秀夫之负帝蹈海，林则徐之销烟御侮，关天培之血战捐

躯。咸令人瞻式不已也。

兹所列举，不过荦荦大端，前贤往迹，备祥典搿惟是文献

累代承传，浩如烟海，对此宝藏，前人曾有<广东丛书，：芝辑，

欲以保全续绝，用意良深。讵以时世变迁，未竟其业。我等深恐

时愈久而版册弥湮，岁日迈而耆宿渐老，故承上级之委托，发同

人之热忱，踵武前贤，从事整理。惟感责任之艰巨光荣，惭才力

之菲薄难胜。仅择其重要者，先为理其错简，补其残缺：标点分

段，校勘谬讹；译句释词，间加按语；至于探源索隐。钩深致

远，亦将次第展开，尽力而为。务期便于披览，广为流传：俾读

者仰先哲之高风而立德立志，感故里之文明而爱国爱乡。学术则

寻源别委，以明历代思想发展之条贯，有承有传；名胜贝!f问果求

因，俾悟创业之艰难而珍今珍昔。是当大有助于社会主义之建

设。增进热爱桑梓之情怀者也。然而独力难支，众擎易举，惟盼

国中达人，海外名宿，惠予支持指导，庶几共观厥成，则幸甚矣。

广东省高等学校《岭南丛书》编辑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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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丛书》凡例

一、本丛书收集岭南学者、作家之著述，及其他有关岭南之
。

文献，包括文、史、哲、地、经、法诸类。 ·

二t本丛书所收古籍下限，断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特别 l

重要者，可逾此限。

三、本丛书着重收历代学术成就卓著、影响广泛之著述，务

期反映岭南文献之全貌。
‘

四、本丛书着重收有学术价值的稿本、抄本、孤本、善本、

罕见本。

五、本丛书一般不收巨帙、残本、，府志、县志，或学术价值

不大者。

六、凡字数不足5万字而难以独立成书者，根据以类相从之

原则，把若干种合为一编。

七、本丛书之整理方式为：标点、校点、校注、汇编、辑佚

等。

八、本丛书收入之著作，力求选用校刻精、错误少的一种版

本为底本，校以通校本或参校本。

九、本丛书依照编委会拟定的“标点体例”，采用新式标点

，进行整理。

十、本丛书部分菩作于书后附录有关作者传记、年谱，以及 ●

历代评论。 ． z。

十一、本丛书为便于检索，原无目录者，均新编目录。



●

枷

叁

f‘
&

≠●

序 文

叶 恭绰

· 1 ·

今夏<广东丛书>二集既出版，时印刷工料日昂。币值日

贬，售书所得，不能保其值。事将中断，同人因有急印第三集之

议，然限于资力，只能印七八册，复须速决，无从容讨论之暇。

因思前者屡议多印有关史地典籍，而英伦所藏太平天国官书十

种，久拟编入丛书者，迄未付印，今遂以入第三集。又广州为吾

粤唯一大都市，而城坊建置沿革与文物掌故，迄无专书纪载，视

<京师坊巷志>、<武林坊巷考)、<平江城坊考>之襄然成帙，遥

有愧焉。因并印行黄君佛颐所辑<广州城坊志>，以供考索，并

以广州六脉渠为全城水遭之脉络，今方事整理，而光绪初浙人陈

坤所著<图说>，乃躬亲其役所自撰，二一皆出实验，足为依据，

而其版已失，因并附诸末，共为八册，视二集又少其一。衰病连

年，始意不能复事于三集，今幸得续出，何敢求备?亦聊为乡邦

服务，并免存款耗尽。无以为继而已。所望时局安宁，四集之编

得网罗诸宏著绵延不断，则私衷所切企者矣。

民国三十七年秋番禺叶恭绰力疾识。

再，本集无与初、二集特异之点，故不别立凡例，以省篇

幅。 ，



凡 例

府城及附郭为范围，意在考见城坊沿革

国后备变迁，当别为纪载。

二、此书所征引悉注明原书于下，其附列管见，则低二格加

“按”字以别之。 ，

三、引用各书，时代不同，故语气各异，兹为存真，概不改

削，望阅者分别观之。

四、城坊街道，间有无事迹考者，则阙之，未敢杜撰，如考

查有得。当俟续编。

五、此书拟附沿革详图，因考绘不竟，以俟他日。

一、引用书目原稿不全，兹暂末附入。

二、付印匆促，其行款抬头空格未及一一改正。

著者识

著者识

’ 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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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城坊志)是近人黄佛颐编撰的一部有关广州城坊建置

沿革和文物掌故的史籍，全书共六卷。
’

． 黄佛颐虽为近人，但人们对其生平事迹知之不多。黄佛颐字

慈博，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

世居广州。宣统元年(1909)拔贡。历任广东通志局分纂、香山

县修志局分纂、广州时中学校校长等。1927年移居香港，1946

年病逝。黄佛颐家富藏书，博学多才，工诗文词。著述甚多，对

广东地方文献的收集研究，功绩尤著。除<广州城坊志>外，尚

有<先三乡贤年谱>、<武溪集补佚>、<广东历代经籍刊本考略>、

<珠玑巷民族南迁记>等刊布于世。另有(绍武实录>、<广东金

石录>、．(岭南藏书家考略>、<邃轩骈体文钞>、<拜鸥堂诗词钞>

等多种，未能刊印。

<广州城坊志>是资料性很强的典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

是第一部广州城市志。其第一至第三卷记城内，第四卷记北城

外、新城，第五卷记西关，第六卷记东关、河南。其编撰方法是

仿照(京师坊巷志>等书，辑录自古至清代著作中有关广州府城

及城郭的资料，以城坊为文序，记载其历史地理、城池变迁、王

府官署、要塞炮台、驻守官兵、贡院家塾、店肆商行、亭台楼

阁、名园精舍、佛寺道观、雅士文人、楹联诗社，贞妇孝女、娼

楼妓馆、器什名物、风俗时节、自然灾异、奇闻轶事、山岳河

渠、沟洫池井等等。以勾划出整个广州城市风貌。所引史料，均

注明出处。对于前人著作中的疏漏脱误和汗格抵捂之处：俱加‘

按语，或是补充史实，或为列异史料，或为驳正其说，意在做到

言之有据，史实可信。 ．

．

黄佛颐编撰<广州城坊志)时，主要在两方面下了功夫。一



是广泛收集史料。据点校者统计，其征引典籍约达四百种，虽然

这些典籍现仍流传，但经其选辑和编排，大大方便了研究工作

者。二是进行实地勘查。按语中时有“祠今尚存”、“园址不可

考，姑附于此”、“今闻园及馆均售作学堂”、“今夷为民居，尚仍

其名”等等，作者如不实地核查，是难以作此断语的。

<广州城坊志>所载大量广州城市资料，不仅可资研究广州

市历史和修纂新广州城市志借鉴．对保存、修复古迹和开辟旅游

景观，亦具有极』r tR要的参考作用。

<广州城坊志>最早由叶恭绰收入《广东丛书>第三集，子

1948年据手写本影印出版。此时黄佛颐病逝已近二年，故未亲

见此书出版。据著者开列本书“凡例”，知其原“拟附沿革详图”

和引用书目”两种，前者“因考绘未竞，以俟他日”，后者“原

稿不全，兹暂未附入”，这两项工作，黄佛颐生前均未完成。

本书只有<广东丛书)影印本，点校者即据此本点校，对其

中个别文字脱漏和讹误。已作补正；避清讳字，亦予改回。书后

原附清人陈坤(六脉渠图说>，可了解广州全城水道之脉络j今

仍附书后。原书目录过简，无细目。为方便读者，除另编目录

外，还增编“主要引用书目”附后。

书稿完成之后，蒙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主任、编审张忱石

先生在百忙之中拨冗审阅，对校点工作多加肯定，并提出修改意

见：暨南大学教授黄滋生先生对本书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编工

作，中山大学教授黄国声先生仔细审读了全稿。在此，对三先生

所付出的劳动谨致谢忱。

-

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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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文 ◆

1994年6月于汕头大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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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八

(1

(2

正

长塘街(31) 仓边街(32) 榨粉街(34) 雅荷塘、亚婆

塘(35) 仁和里(36) 豪贤街(36) 濠弦里(39) 天

官里、湛家园(39) 寄园巷(40) 万安里(40) 铜关

(41) 状元桥、狮子桥、文溪桥(42) 天平街(42) 二

牌楼(42)．史巷、史家巷(43) 太华坊、烂马房、栏马房

(43) 丹桂里(43) 高阳里(44) 旧仓巷(44) 凌霄

里(45) 福榕里(45) 高坡(45) 福恩里(46) 东岳

首约(46) 小东营(46) 正南街(47) 锦荣街(47)

布政司后街(48) 新丰街(49) 制台前街(49) 卫边街

(50) 厚祥街(53) 洛城街(53) 后楼房(53) 德宣

街(54) 社仁坊(54) 狮子桥(54) 土地巷(55) 黉

桥(56) 大石街、都护街(56) 十九洞(59) 挞紫鱼塘

(60) 将军大鱼塘(60) 积厚坊(62) 双槐洞(62)

高社(64) 清泉街(64) 莲塘街(65) 九眼井(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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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

’

粤秀街(73) 龙王庙(83) 莲花井(86) 长泰里一

(86) 府学东街、西街、学源里(86) 贤思街(91) 铁

垆巷(91) 大塘街(92) 仁厚里(92) 小北门(92)

小北门直街(93) 石渠洞(93) 寿宁坊(93) 惠爱七约 ，·

(93) 城隍庙(94) 布政司前街(97) 十贤坊、藩司前

(102) 库厅巷．(103) 广府前(103) 西公廨(105)

大马站(106) 小马站(106) 流水井(106) 华宁里、

黄黎巷(107) 七块石(107) 清风桥(108) 抚台前街

(108) 双门底、雄镇坊(110) 泰泉旧里(121) 圣贤里

(122) 盐司街(123) 白沙居(124) 育贤坊(124)

按察司前街(125)粮道前、南朝街(126) 龙藏街(128)

寺前街(129) 仙湖街(130) 九曜坊(135)

卷三

西湖街(143) 观莲街(144) 书坊街(145) 朝观 。

街(145) 惠福里(146) 雨帽街(147) 桂香街(147)

马鞍街(149) 孚通街(150) 四牌楼(150) 纪纲街

(154) 魁巷(154) 早亨坊(155) 起云里(155) 盐

仓街(156) 将军前(157) 右都前(159) 朝天街

(160) 崔府街(161) 崔府(162) 米市街(162) 白

薇巷(163) 甜水巷(163) 陶街(164) 忠襄里(165) ‘

学宫街(165) 蒲宜人巷(167)玉华坊(167) 绒线街

(168) 象牙巷(168) 梳篦巷(168) 梓德里(168) ．

归德门(168) 大市街(169) 光塔街(174) 番巷
’

(177) 草行头(177) 擢甲里、福地巷(178) 温良巷

(178) 仙羊街(179) 西濠街(180) 牛头巷(180)

七颗榕(180) 南濠街(180) 上古里(182) 大利巷

(183) 纸行街(183) 安义街(183) 诗书街(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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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巷(185) 自沙巷(185)．官禄巷(185) 天濠街

(186) 西华一巷、二巷(186) 回子营(186) 资德里

．(187) 大茶巷(187) 大北门(187) 进士里(188)

花塔街(189) 牛巷(191) 仓前街(191)’ 石马槽

(191) 稻谷仓(192) 旧南海县街(192) 光孝街(195)

盘福里戒坛(210) 枣树里(211) 官塘街(212) 西营

巷(213) 宁家里(213)’书同巷(213) 清宁里(213)

西市街(214)

卷四 ．

北城外(215) 北校场(215) 双井街(219) 高冈

(219) 陈园、兰湖里(220) 流花桥(221) 第一津

(222) 移民市(223) 青龙桥(224) 驷马庙、驷马桥

(227) 镇龙桥(227) 采虹桥(227) 简墩(229) 新

城(229) 永清门(231) 万福桥(231) 麦栏街(231)

石基里‘23"J．：界庙(232) 珠光里(233) 天字马头

(233) 人巷l l(234)’老隆桥(234)’咸虾栏(234)

果栏(235) 菜栏(235) 太平沙(235)海味街(237)

增沙(237) 迎珠街(237) 爱育东街(237) 仓前街

(238) 五仙门(238) 驿前街(239) 清水濠(239)

定海街(241) 石基里(242) 丽水坊(242) 聚贤坊

(243) 山川坛街(246) 文德里(247) 文明门(-247)

青云桥(247) 明秀里(248) 仰忠街(248) 东横街

(249) 天马巷(250) 大南门(250) 迎恩里(252)

西横街(252) 木排头(253) 水母湾(253) 沙洲巷

(254) 解元里(254) 素波巷(254) 积银巷(255)

关部前街(255) 天后庙(255) 南胜里(256) 高第街

(256) 濠畔街(258)．相公巷(261) 大新街(261)

小新街(262) 板箱巷(262) 新桥市(262) 谢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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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小市街(264) 石亭巷(265) 一德社(265)

子巷(266) 卖麻街(266) 白米巷(269) 靖海门

69) 状元坊(269) 福兴街(270) 晏公街(271)

栏门(272) 竹栏门(273) 安澜门(273)

西城总述(277) 西濠(278) 西关(279) 西门外 。

三十六(281) 墟市(281) 蕉园大街(282) 石冈街

82) 撒金巷、积金巷、种福巷(285) 康公直街(285)

荻巷(286) 龙津桥(287) 晚景园(287) 宜民市

89) 太平门外街一百三十四(289) 会仙街(290)．石

祠(290) 潮音街(291) 顺母桥(291) 芦排壁

91) 青紫坊(291) 洞神坊(292) 都堂园(292)

家巷(292) 太平f-j(293) 杨仁里、大通街(294)

寿大街(294) 第二铺(296) 小圃园(297) 第五甫

97) 第六铺(297) 第七甫(298) 第八铺(299)
’

九甫、绣衣坊、西来初地、星泉里(299) 第十铺(302)

兴桥(304) 十一甫(304) 十二甫、丛桂里(304)

栏街、十六甫(307) 十三甫(307) 十六甫新街(307)

七甫(307) 连珠里(308) 登龙街(308) 十八铺

08) 蚬子步(308) 怀远驿(309) 朝圣十约(311)

雅里(311) 蓬莱桥(312) 庙前桥、三圣桥(312)普

桥(312) 汇源桥(312) 永宁桥(312) 大观桥、达

桥(312)聚贤里(313) 冼基(313) 十四铺、太平街

14) 青云里(314) 宝华坊r’， 牛乳桥(315)
’

宁(315) 多宝大街(315) 至气：场(316) 逢源街

16) 宝源北街(316) 荷溪(316) 永庆街(316)

关汛(316) 荔支湾(317) 新豆栏(322) 十三行

22) 清平街(328) 同文街(328) 源吕行(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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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乐里(328) 安澜街(328) 谷埠(329) 回栏桥、迪

隆里(329) 西汇关(330) 联兴街(330) 上陈塘

(330) 新填地(330) 陈塘南(330) 琼花直街(330)

同德大街(331) 新基渡头(331)‘杉木栏(331) 沙基

(333) 沙面(333) 西炮台(336) 元坛庙(336) 米

埠(337) 允贤坊(337)‘仁威庙前(339) 半塘(337)

柳波涌(339) 黄沙(340) 柳桥里(340) 自鹅潭

(340) 缯步、增步；34I一 泥城(341) 永安围(342)

卷六

东关(343) 东濠(344)，东门外街(345) 正东门

大街(345) 线香街(346) 东贤里(347) 永安桥

’(349) 永安门(348) 鸡翼城(348) 大巷(348) 东

关汛(348) 百岁坊(348) 仁寿里(349) 前鉴街

(349) 竹横沙(349) 百子桥、紫来里(350) 元运里

(351) 东较场(352) 糙米栏(353) 罗基(353) 三

巩门(354) 仓巷(354) 安怀社(354) 湛塘(354)

东皋(354) 东山大街(358) 高街(360) 青龙里

(360) 黄花塘(360) 永胜寺(362) 东汇关(363)

河南(363) 福地里(366) 萃和里(366) 宝南里

(366) 保安社(366) 新胜里(366) 龙尾导、郊坛顶

(366) 福场园、福场大街7(367) 福建街(371) 百睦坊

(371) 联珠里(371) 龙溪(371)．澉珠桥(372) 栖

栅(373) 跃龙大街(373) 宝冈(373) 金花庙(374)

鳌洲(375) 溪峡(375) 官渡头(376) 冼涌东约、中

约、西约(376) 福仁里(377) 白鹤洲(377) 龙珠社

(377) 蒙圣里(377) 小港(377) 缆路尾(378) 洲

头嘴(378) 鳌洲(378) 红炮台(378) 南岸大街

(379) 草芳(379) 附俟考各街(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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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六脉渠图说 (清)陈坤撰

六脉渠(383) 图说(383)’

附录二 <广州城坊志>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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